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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新镀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忙碌生产。

通讯员 徐腾辉

本报讯（通讯员 徐腾辉）近段时间，

萧王庙街道以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为引领，科学筹划、周密部署，继

续深入做好新增外来人员排查工作，全面

推动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截至3月9日，

街道复工企业总数达到446家，其中规上

（限上）企业 34家，规下（限下）企业 412
家。同时，个体工商户已复工170家。

坚持主动服务，实现走访排摸全覆

盖。街道组织开展“送政策、解难点、促

发展”走访企业活动，通过电话通知、收

集企业信息、主要领导实地调研等方式，

及时了解企业复工情况、倾听企业难

点。通过现场解决、流转解决等方式，帮

助企业解决问题 105个。同时，通过分

层分类排查，深入排摸企业人员信息，以

驻企指导员和驻企干部为先锋力量，累

计排查辖区企业 412家，并对排摸出的

外地返乡“四类人员”，均按防疫要求采

取相应健康观察措施。

坚持科学防控，实现防疫宣传全覆

盖。街道认真检查企业在落实复工方案、

应急预案、防疫物资、员工排摸及管理、防

疫措施等5方面工作情况，统一印制《企业

复工申请（承诺）书》，引导企业明确防控

主体责任，要求各类复工企业建立疫情防

控工作小组，加强对人员管控、物资储备、

环境消毒、疫情宣传等工作的领导。目前

辖区企业法人均已签订《企业复工申请

（承诺）书》。为推进企业科学防疫，街道

利用各种媒介，滚动输送防疫信息。借助

街道微信公众号已发布34条疫情防控相

关信息，同时向辖区企业发放300本《防疫

政策制度汇编》，并通过“一企一策”帮助

企业迅速建立防疫“战线”。

坚持群策群防，实现服务保障全覆

盖。为精确掌握企业动态情况，街道成立

由发展服务办干部担任的企业服务工作小

组，通过每日电话联系，定时汇总各类复工

数据、外来人员返奉数据至街道防控工作

领导群，实时解答企业提出的各类问题，动

态掌握企业开工情况。同时，委派专员实

时掌握辖区医疗物资储备情况，发挥政府

宏观调控作用，引导企业之间拓宽物资供

应渠道。截至目前，累计对辖区 12家重点

企业发放口罩 12000余个、口罩垫片 6000
余片、消毒液 2箱、红外测温枪 10支，帮助

企业有效缓解防疫物资紧缺问题。

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

萧王庙全面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通讯员 潇水悠悠
泉溪江往上游方向，沿途经过奉化

中学新校区，一路桃林相伴，再有 5分钟

左右车程，就可到达云溪村棠村自然

村。这个依山傍水、茂竹成林的小村，正

以全村之力落实疫情防控，把好“防输

入、防聚集”关口：家家居家闭户，减少外

出；村入口处设置防疫卡点，进出车辆、

人员均需测温后通行；原先热闹的公共

场地有序做好消杀……

“村里的防控工作压力较大，主要是

由于穿村而过的萧云公路。”据云溪村党

委第四党支部书记王永存介绍，这条路

虽提供不少交通便利，但疫情期间每天

进村出村的车流量远高于周边各村，给

防控带来一定压力。”

为盯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目标，

云溪党委第四党支部经支委会决议，决

定由 4名村干部、2名村民代表、10名共

产党员、8名志愿者总计 24名队员组成

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在棠村东北和西南

两个路口分设卡点。由于是一日三班，

每名成员每隔一天就需要值一次班。

“大家都是一条心防疫，特别是像春

波等人最近天天给我们送水果，费用加

起来都有千把元了。”王永存口中的春

波，正是棠村现年 41岁的共产党员袁春

波。除自发买水果“犒劳”卡点工作人

员外，他自己也是坚持每天在执勤点

“打卡”，帮助做好检查工作。在前段时

间的党员捐款中，袁春波一人就捐款

3000元。“我想为街道和村里尽些绵薄

之力。面对困难，共产党员就该首先站

出来。”提起捐款，他笑着跟笔者摆摆

手。据了解，该自然村的 33名党员共捐

款5860元。

38岁的入党积极分子袁建磊，在党员

捐款活动中曾提出捐款 1000元，但因未成

为正式党员，被告知组织不能接受这笔捐

款。他委托街道武装部，把这笔钱捐到了

区慈善总会。

此外，王永存已完成村内 12家企业的

排查，目前这些企业已全部复工投产。“虽

然疫情形势逐渐好转，但仍不能放松，企业

上班的外来人员更要严格防控，防止出现

管控漏洞。”

萧云路上有座“坚强的战斗堡垒”
——云溪村党委第四党支部防疫纪实

本报讯（通讯员 徐腾辉）“您好，麻

烦请您提供今天企业外来员工回奉统计

表。”最近，一走进萧王庙街道发展服务

办的办公室，时常听到这样的打电话开

场白。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每天下午，这

样的对话内容都要重复 10多次。办公

室里的 10余台电脑，已高负荷运转近一

个月，微信提示音、钉钉消息提醒此起彼

伏，让大家干劲十足。

自萧王庙街道企业复工专班成立以

来，发展服务办迅速响应，9名干部各司

其职：马永国和邬洁负责企业返奉人员

统计及企业健康观察场所（企业宿舍、定

点宾馆）管理；徐凯栋、郑瑜昕、童超负责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开复工材料受理、物

资发放，保障企业车辆及人员通行顺畅；

陈善军、范仁光、林安定、江明校负责企

业复工实地审核、复工整改督查等工作。

此外，一旦遇到有企业提出的需求

无法解决或不能第一时间解决的情况，

发展服务办及时与区相关部门对接，共

同协调解决方案。

“老总，你这个卡口设置得不够规

范。”“通行记录需再详细些。”“电梯、卫生

间、员工食堂、宿舍等重点区域的消毒一

定要到位。”负责企业复工实地审核工作

的陈善军等4名干部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下

企业实地审核，哪怕说得口干舌燥、一身

疲惫，只要企业负责人将各项防疫措施落

实到位，他们就感到很欣慰。不少企业负

责人表示，街道干部实地审核认真仔细，

服务到位，为企业复工复产出了不少力。

“我对所提意见一定落实整改，复工复产

时绝不忘记防疫。”浙江高新镀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

在外来员工管控方面，街道也下足

了功夫：对需要健康观察的员工，企业无法

提供观察场所的，由街道联系安排观察场

地；对于不需要健康观察的员工，要求企业

及时向街道报备返工人员信息，查看返企

员工的绿码情况，落实“一人一表”，做好一

日两次的体温测量工作。

“现在是复工和防疫并重，哪怕有再多

困难，我们也不怕。”发展服务办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指导

督促复工企业把各项防控措施落细落小、

落实到位，统筹兼顾、精准服务，全力推动

复工企业充分释放产能。

统筹兼顾 精准服务

萧王庙街道发展服务办有“一群可爱的战士”

本报讯（通讯员 徐腾辉）近期，萧王庙街道总

工会通过线上线下两端发力，全力帮助企业解决疫

情期间招工难、用工难问题。

街道总工会在线上依托市、区两级总工会联合

人力社保局开设的“春风行动”工会就业专栏平台、

“甬工惠”APP职工就业频道，共计解决企业用工缺

口 40余个，线下则为就业者提供各类企业招工信息

300余份，引导其顺利就业。

此外，街道总工会还实地走访企业，了解企业复

工情况及防疫措施，并同步帮助解决企业各类纠纷

和矛盾。在得知某企业发生群体性劳动纠纷后，街

道总工会与调处工作室负责人竺国兴一同前往企

业调解。经了解，该企业面临搬迁，由于新厂区离现

址较远，员工不愿意随厂到新地址工作，又因防疫准

备，企业推迟复工，职工讨要 2月份工资，后经调解，

企业同意给员工发放 2月份补助，成功解决这起矛

盾纠纷。

图为街道总工会劳动保障站工作人员现场解决

劳动纠纷。

线上线下两端发力

街道总工会纾解
企业招工难题

通讯员 徐腾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防疫工作开展

以来，区中医医院医共体萧王庙分院副院长董亚波

时刻牢记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每天奔走在

街道、各村及健康观察点，上门入户为人员测量体

温，并做好外省返乡人员居家健康观察、发热病人随

访、卫生消杀及助企健康指导等各种工作。

“记得正月初二深夜，集中健康观察点住进 7名
武汉返乡人员。我们立即启动二级防护，询问现病

史，测体温，填写告知书，告知注意事项，予以心理疏

导，当安置妥当后，已经是第二天凌晨。”董亚波告诉

笔者，在得知牌亭村一名村民及两个孩子从武汉回

来还不满 14天的消息后，他们马上赶赴该村民家

中，详细询问其居住史、旅行史、活动轨迹，核实是否

与来源地确诊病人、发热人员存在接触史，了解家庭

成员健康状况，登记造册填写个案调查表，同时向其

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并叮嘱其居家健康观察期间每

日早晚测量体温。

舍了小家，只为大家。董亚波至今已连续工作

40余天，春节期间忙得顾不上去看望体弱多病的年

迈父母，甚至在2月3日母亲因头部外伤需在区人民

医院医共体总院住院时，也未能陪同前往。更无暇

顾及即将参加第一次高考选考的女儿的学习，只能

抽空通过微信给她鼓励。

“疫情防控工作责任重大。组织的关怀、领导的

信任、同事的支持、家人的理解是激励我克服困难、

履职尽责的动力。”董亚波说。

图为董亚波在为健康观察人员测量体温。

舍小家为大家
——记防疫“女战士”董亚波

开足马力复工复产

▲宁波天祥新华液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通讯员 徐腾辉
▲科玛（中国）液压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通讯员 徐腾辉

▲在爱伊美集团有限公司车间，缝纫工人正投入生产。

通讯员 徐腾辉


